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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战略提升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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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印度等主要人工智能大国为研究对象,通过钻石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五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 总结借鉴其他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

程中的优劣势与形成原因,从人工智能经历的“概念化———商业化———产业化”发展三阶段周期入手,明确不

同发展阶段起着关键作用的有利要素类型,提出了三种不同实现路径下的分类政策思路。 最后根据国际政

治经济形势,提出在“双循环”战略下提升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依据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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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劳动力与资本是实现

经济增长的两大生产要素,技术进步要素则反映在

全要素生产率( TFP)上。 因此资本、劳动力与全要

素生产率构成了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三个变量。 人

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能够实现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对所有工业部门和生活部门的需求供给都

有着提升作用,对经济增长而言就像大机器之于第

一次工业革命,电气化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信息化

之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样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因此

人工智能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上处于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第九次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的集体学习中

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中国

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

问题。
目前的全球经济陷入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

高债务的三低一高恶性循环之中。 单纯扩大资本投

入和劳动量投入的经济刺激效果一直在减弱。 对大

多数发达经济体而言,仅凭上述两种传统生产驱动

因素,已无力维持过去数十年来稳定发展的繁荣状

态。 想要实现经济继续良性增长,提升全要素增长

率或寻求技术进步已成为各国寻求经济增长的迫切

课题,而人工智能有望成为当前经济增长难题的破

局点。 埃森哲对美国、英国等 12 个发达国家的研究

分析表明,到 2035 年,人工智能技术有望拉动这些

国家年经济增长率实现翻倍增长 [1] 。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上有自身独特的优

势,但发展起步较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

定差距,尤其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研究中国人工

智能国际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途径就显得尤为必要。
人工智能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未来发展的重心,世
界格局有可能因此改变,对于错过前三次科技革命

的中国来说,此次机遇尤为关键。

1　 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

1990 年,迈克尔·波特通过对 8 个发达国家

(美国、英国、瑞典、瑞士、日本、意大利、德国、丹麦)
和 2 个新型的工业国家(韩国和新加坡)的产业历

史研究,认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包含 4 项关键要素,
即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表现和企业战

略与竞争对手。 另外,政府和机遇作为辅助要素同

样对国际竞争力发挥着影响。 这种分析产业国际竞

争力的范式被称为“钻石模型”。 波特的钻石模型

为竞争力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成为研究

产业竞争力理论的经典模型。 在利用钻石模型分析

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时,需要根据人工智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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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特点对钻石模型做一些改进。

表 1　 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数据表

Table 1　 Index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中国 美国 英国 德国 印度

基础设施

移动蜂窝电话总量(百万部) 1605 404. 49 77. 55 107. 32 1175. 76

固定或管线宽带介入总量(百万接入) 731. 18 130. 15 26. 47 34. 68 17. 59

云计算产业评分指数 43. 7 82 81. 8 84 48. 4

大规模数据中心世界总量占比 8% 44% 6% 5% 3%

人力资源

拥有熟练技术毕业生指数 59. 1 71. 2 62. 3 68. 4 46. 2

人工智能人才投入总数 18232 28536 7998 9441 17384

人工智能 talent 总数 977 5158 1177 1119 417

活跃公民应用数字技能的能力 61 71. 2 65. 6 67. 8 57. 2

知识资源

人工智能专利(PCT)总量 2568 10892 646 1687 218

人工智能论文产出总量 369588 327034 96536 85587 75128

人工智能发文科研机构数量世界占比 5% 43% 5% 3% 6%

开设人工智能专业高校数量 20 168 20 7 18

资本资源

国内信贷给私人部门数量占 GDP 百分比 155. 1 190. 2 134. 4 77. 5 50. 4

风险资本可用性指数 57 70. 6 57. 9 63. 4 52. 7

私有 AI 投资世界占比 60% 29. 1% 1. 1% 0. 2% 4. 7%

独角兽数量 12 16 3 0 0

需求

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136100 205400 28500 39480 27160

价格水平指数(OECD = 100) 62 114 105 101 30

消费者复杂度 58. 2 68. 8 62. 1 62. 2 49. 8

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信心 87 53 52 50 76

人工智能公司数量 1011 2028 392 111 152

企业战略结构 /

竞争对手

依靠专业管理 59 78. 9 71. 1 71. 8 62. 5

薪酬与生产力关系 60. 5 71. 1 62. 2 69. 8 51. 3

RD 费用占 GDP 百分比 2. 10% 2. 70% 1. 70% 2. 90% 0. 60%

拥抱颠覆性想法的公司 53. 8 68. 1 59. 3 63. 3 51. 7

税收和补贴造成的竞争扭曲 51. 7 58. 3 58. 9 62 49. 7

政策法规

人工智能政策数量 6 5 6 4 2

法律框架对数字商业模式的适应性 59. 5 78 64. 8 67. 3 58. 9

专利保护 58. 3 78. 3 75. 5 70. 9 57. 4

政府长期愿景 57. 9 66. 2 51. 4 59 60

机遇

国际发明合作指数 19. 7 100 79. 8 95. 4 10. 1

数字经济规模(亿美元) 47290 123408 17287 23994 5415

5G 专利数量世界占比 34% 14% 1% 0% 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 14、国际货币基金数据、OCED、Statista。

　 　 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应用到所有工业与生

活部门,其下游需求已完全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来

代替,即国内经济产出全部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下游

应用领域。 其上游产业链支持,如通信产业、数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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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云计算产业都与基础设施重复,就无需单独列

出,所以最终取消了对上下游产业链的重点分析,
把它融入到其他指标中。 自然资源对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影响不大,所以我们取消了钻石模型对自

然资源一项的分析,最终得到了我们基于钻石模

型的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评价指标

体系。

2　 主成分分析法对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

力进行评价

　 　 运用主成分分析对钻石模型及其数据建模分

析,尽量让每个主成分 F 包含 80%以上的信息,对
指标进行降维。 应用 SPSS Statistics 24 对数据进行

主成分分析后得到下表结果。

表 2　 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要素得分综合排名表

Table 2　 Comprehensive ranking scor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二级指标 结果 中国 美国 英国 德国 印度

基础设施
F1 得分 1. 1115 - 0. 0603 - 0. 6004 - 0. 6123 0. 1615

名次 1 3 4 5 2

人力资源
F2 得分 - 0. 1606 1. 3327 - 0. 4102 - 0. 2380 - 0. 5230

名次 2 1 4 3 5

知识资源
F3 得分 0. 3253 1. 2803 - 0. 2928 - 0. 3619 - 0. 9508

名次 2 1 3 4 5

资本资源
F4 得分 0. 2209 1. 1393 - 0. 1879 - 0. 2610 - 0. 9121

名次 2 1 3 4 5

需求
F5 得分 0. 9180 - 0. 3779 - 0. 5093 - 0. 5797 0. 5486

名次 1 3 4 5 2

企业战略结构 /竞争对手
F6 得分 - 0. 5692 0. 8952 0. 0766 0. 7351 - 1. 1377

名次 4 1 3 2 5

政策法规
F7 得分 - 0. 5042 0. 5708 0. 6000 0. 0177 - 0. 9810

名次 4 2 1 3 5

机遇
F8 得分 0. 8017 0. 6539 - 0. 4771 - 0. 4789 - 0. 4995

名次 1 2 3 4 5

3　 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

3. 1　 美国:人工智能超级强国下存在着发展隐忧

综合排名来看,美国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人工智

能强国。 在总共 8 项指标中的人力资源、知识资源、
资本资源与企业战略结构 /竞争对手 4 项方面排名

第一,是排名综合能力最强的国家,也体现了美国作

为综合国力超级大国与科技领头羊国家的实力。 具

体来看,美国长期重视基础科学的传统使他在人力

资源和知识资源上遥遥领先,这也说明了在人工智

能技术开发方面,美国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美国

发达的商业环境与发展几百年的现代企业文化也让

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在企业战略结构 /与竞争对手这

一层面比其他国家更加成熟,最后美国作为金融大

国与金融强国,在资本资源上当之无愧拿下了第一

的排名,这为美国发展人工智能行业提供了充足的

资金支持。
存在问题的是美国的基础设施,由于其设施的

老化与更新速度过慢,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所需要

的新型基础设施已经开始落后于中国与印度这两个

后发国家,这对美国持续领导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

来了挑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需求方面,美国社会

两极分化所导致的部分民众对新技术的无知与怀

疑,对科技巨头与政府应用人工智能新技术所带来

的隐私侵犯、对日常生活的操纵控制,以及机器代替

自己职业的焦虑,使得民众的在人工智能技术层面

的消费需求面临空前的不确定性,这对美国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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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带来隐患,即使美国开发出再先

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美国民众如果不为其买单,不愿

提供隐私数据,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也将面临阻力,
这也是美国在需求方面排名相对落后的原因。 社会

问题也成为了美国引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最大

障碍。
3. 2　 中国:有利因素开始显现,追赶美国的过程中

逐渐领先其他国家

观察中国在人工智能产业评价的得分与排名,
发现其落后于美国,但却比其他国家有着更多的优

势。 可以说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格局,是中美两国

“两超多强”的局面。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两超这一表述,不是中美之间人工智能发展非常接

近所带来的中美相提并论,而是其他国家的弱势使

得了中美人工智能产业被拿到了同级别比较的层面

上。 具体来看,中国在八项指标中有三项排名第一,
分别是基础设施、需求与机遇三项指标。 中国的基

础设施市场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不仅是传统的以交

通、水电为代表的生活基础设施,还有目前国家大力

提倡的新基建,包括了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极为重

要的数据中心、5G、云计算等人工智能上游基础设

施,这为中国未来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 在需求方面,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
巨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上至政府,后至企业,下到普通

民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视与支持,形成了中国在

需求方面当之无愧的第一市场,这为中国发展人工

智能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而中国在新一代通信

技术上的领先与拥抱全球化的坚决态度,以及最近

20 年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数字经济,也为中国发展人

工智能产业提供了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机遇,这为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在优势之下我们必须看到不足,中国发展人工

智能产业与传统西方强国相比,最落后的当属科学

的现代企业战略结构与成熟的产业政策和商业法制

环境,这制约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良性发展,这也

是中国需要继续加强和改进的地方。
3. 3　 英德与印度:维持体面发展但动力不足的欧洲

与发展潜力正在释放的印度

印度是当今世界除中国外,新技术投资的乐土,
印度虽然在传统的科技领域并不强大,但是印度发

达的软件产业和抓住移动互联网最后红利的机遇也

让其成为世界媒体尤其西方媒体描述中的下一个人

工智能产业大国,但是纵观印度的数据与排名,除了

其在软件产业的基础设施优势,以及人口优势和对

人工智能乐观信心所带来的需求提升外,绝大部分

指标都落后于主要人工智能产业大国。 无论在人工

智能最重要的技术专利还是人才数量上,抑或是资

本、营商法治环境与发展人工智能的机遇都和中美

有着不小的差距。 我们相信印度是一个极具潜力的

国家,但目前还不能像西方媒体所论述的那样,是一

个在短期就能与中美并驾齐驱的人工智能产业大

国,甚至离欧洲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还有一些距离。
欧洲的表现中规中矩,但数据也充分显示了传

统的老牌欧洲强国们在发展新技术上的力不从心,
尤其是与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相比。 通过数据我们可

以看到,英、德两国最具实力的指标是企业战略结

构 /竞争对手与政策法规两项,这与资本主义重商环

境下现代企业的形成与健全的营商法规环境有着直

接的关系,这也体现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发展

底蕴。
其次还具有比较优势或与中美差距不大的是在

人力资源、知识资源与资本资源上,西方国家对基础

科学的重视,使得几百年来在文艺复兴发明地的欧

洲,在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上依然拥有雄厚的实力,
发达的金融体系也成为欧洲国家能够与中美在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一教高下的因素之一。
但是谈到基础设施方面,以英、德为代表的国家

已经开始全面落后,在互联网时代的迷失使得这两

个国家的人工智能上游基础设施甚至开始落后于印

度,这对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构成重大制约。 而逐渐

萎缩的市场需求也开始让英、德等国家在与中美竞

争人工智能领导权时力不从心。 5G 通信技术的落

后与数字经济规模上的劣势也让英、德等老牌资本

主义国家在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上缺少必要的机遇。

4　 政策思路分析

4. 1 　 人工智能产业遵循 “概念化———商业化———
产业化”三个发展阶段

从新技术的产业时间周期来看,任何新科技从

发现到为人类创造价值,都需要经历 “概念化———
商业化———产业化”三个阶段。 概念化指在基础科

学研究中率先提出新技术的概念与应用前景,商业

化指新技术开始在小范围应用场景落地,但还未深

入到工业部门与生活部门的方方面面,是新技术从

概念化到产业化的中间形态。 而产业化指技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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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成熟,并源源不断地在各行各业为人类创造价

值与财富的,已形成规模化应用的阶段。 人工智能

新技术也同样遵循着同样的科学规律,在 1956 年人

工智能概念在达特茅斯学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

之后,人工智能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科学 [17] ,有了自

己的发展路径。 到现在无论是是人脸识别技术还是

视频内容的分发推荐,人工智能在多方面已进入商

业化落地时期,而我们最终目标是在技术成熟的未

来,主导人工智能产业化阶段的发展,成为世界人工

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所以把握住人工

智能的发展节奏对我们的政策建议制定至关重要。
新技术的概念阶段最需要的是基础科学的突

破,这对于 1949 年才从废墟中成立的新中国来说,
已经错过了对应的发展阶段。 西方国家在基础科学

领域的优势也成就了发达国家主导了人工智能概念

化发展的现实。
在新技术初步落地,小范围开始尝试应用的商

业化阶段来说,最需要的是部分基础科学的相对成

熟已经达到为企业创造营收的条件,同时宽松的营

商环境为小微创业公司开始提供支持,充足的风险

资金已经开始容忍新技术可能失败的风险,以及政

策法规对新技术已经开始重点补贴扶持。 所以在商

业化阶段,最需要的是波特模型的以下几个因素:人
力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与政策法规,我们从前

文的排名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一领域优势明显,
中国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二名,所以中美可以在商业

化阶段领先全球其他国家。 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
无论是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源背后所重视的基础科

学,还是资本资源背后的发达金融体系,以及政策法

规背后的资本主义成熟营商环境,都是发达国家几

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峰的核心优势竞争力。 而

中国的基础科学不足,营商环境不成熟,金融体系的

不流通都是被长期诟病的问题。 所以想在商业化阶

段全面超越美国,需要中国在短期内全面超越西方

国家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实
属不易。

而等到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进入产业化时期,基
础设施的完备,上下游产业链的完整,巨大的市场需

求,以及强大的产出能力开始主导这一时期的产业

竞争力发展。 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通过

吸收先进技术,利用自身市场优势,主导了众多技术

产业化的优势所在。 在这一阶段,产业化成熟技术

所需的基础科学,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被充分利用

吸收,产业化下的财务规范也已经允许企业开始获

得金融体系的认可,产业的发展壮大也让相关法规

政策趋于成熟,从商业化竞争脱颖而出的公司管理

组织也已经得到了竞争的洗礼。 所以中国在商业化

阶段落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要素已经开始不再关

键,而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传统优势却在产业化阶段

开始大放异彩。 使得中国可以后来居上,最终主导

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发展。
4. 2　 提升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三种政

策框架

在中国已经错过概念化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

下,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判断,那就是人工智能目

前处于商业化发展时期,而中国很难在短期超越西

方国家几百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核心竞争

优势,也就很难短期内在人工智能商业化阶段全面

超越美国。 而一旦人工智能技术过渡到最终的产业

化阶段,中国的产业竞争优势将会领先全球任何一

个国家,这是依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周期规律得出

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周期所需

不同要素的规律入手,考虑现实宏观环境下的国际

局势,再依据前文分析的主要人工智能大国的产业

发展现状与优劣点,以及产业竞争力的相关理论分

析,我们对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提出不同路径下的产

业政策建议。
政策框架主要有三个方向。 一是集中资源加大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商业化能力,这是最直接,最具有

时效性的方向,但是对中国目前实际国情来说难度

最大。 二是在商业化落地阶段节省资源,集中力量

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的到来,这是充分发挥中

国产业化能力优势,避开人工智能商业化所需要素

劣势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措施,也是主动求变、弯道

超车的措施,但是加速产业化的过程需要政府扭曲

市场竞争,是一个冒险的方法。 三是静观其变,即在

全球人工智能商业化的脚步中做好自己的角色,扎
扎实实补全自己的短板,承认我们无法在短期内超

越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也对未

来人工智能产业化做好充足准备。 这是现实环境下

最稳妥的方式,但需要面临着商业化过渡到产业化

时间内一系列不及预期的风险。
4. 3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下的 “双循环”发展

战略

对以上三种路径分析来看,第三种政策建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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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既尊重了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律,也考虑了中国自

身的优劣势,是一个既稳妥又求胜的政策框架。 但

是这一政策很关键的一环是安全度过人工智能商业

化到产业化的过渡阶段,并在这一期间充分吸收世

界的人工智能发展先进成果,这与过去中国在某些

产业获得足额竞争力的路径是相似的。
但是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中美开始了以贸易战

和科技脱钩为特点的大国竞争,加入这场竞争的还

包括美国传统的西方盟友———而这些国家恰恰是包

括基础科学、资本资金最为发达的,也是中国人工智

能产业在商业化到产业化过渡阶段最需要吸收成果

的对象国家。 不仅美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西方基础科学底蕴深厚的国家,已经开始以国

家安全为名重点审查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美国国会

也在酝酿限制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获得融

资的法案。 我们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很难获

得相对安全和平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也不太

可能像过去 40 年一样借助全球化的东风,安全度过

人工智能从商业化过渡到产业化的特殊时期。
考虑到第一套政策框架过于理想化,第二套政

策框架过于激进化,即使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

的今天,也很难掩盖第三套政策框架的科学性与实

用性,只不过中国需要在新的挑战下做出一定的变

通。 而变通的关键就在于,在理解国内巨大需求对

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加速实现作用,以及在承认全球

化对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不可或缺的问题上,如
何对国内国际有利因素进行时间与空间上的重新布

局,实现所有要素最合理的安排与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曾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
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

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

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中

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因此我们在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律有着更加

全面认识的基础上,从长远眼光出发,辩证的分析中

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政策方向。 在国际不利的大环境

下,找到发展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变局与新局。
这就要求我们把国内需求对人工智能产业化的重要

促进作用当作支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同时

坚定拥抱全球化,吸收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

优秀成果,逐步形成人工智能产业国内要素合理利

用为主体、国内国际要素双吸收、双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培育新形势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

新优势。

5　 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找到主要

研究目标与其他研究对象的优劣势,分析主要原因

与发展趋势,最终根据现实环境给出针对性的战略

与建议。 本文构建钻石模型,并应用主成分分析的

统计学方法分析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大国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现状,试图分析模型结果背后的产业逻辑与

未来走向,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

力量,是化解世界长期高债务低增长的主要技术进

步之一,关乎世界政治经济竞争的发展格局。 目前

中美两国是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G2”国家,但
竞争优势区别明显。 美国在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
本资源以及企业战略结构 /与竞争对手、政策法规层

面上位于领头羊的位置,这是美国长期注重基础科

学,拥有全球最发达资本市场以及拥有优秀现代企

业制度与成熟的营商法治环境所形成的结果,这些

优势也是几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峰所拥有

的核心特色竞争优势。 但基础设施的老化以及社会

问题导致的市场需求不足是美国持续领导世界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的隐患。 中国在基础设施、市场需求

和发展机遇上拥有领先优势,并在其他领域上的发

展上紧追美国,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借助全球化

东风在某些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原因。 以英国和德

国等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维持了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的

产业发展优势但未来发展动力不足,而印度想要发

展成为人工智能强国,则需要在众多领域上持续保

持发力。
第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遵循 “概念化———商

业化———产业化”三阶段发展规律,且人工智能产

业目前正处于商业化阶段。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

自身在基础科学、资本市场、现代企业制度和营商政

策法规上的优势主导了人工智能产业概念化和商业

化发展阶段,中国想要短期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

几百年所积累的核心竞争优势并不现实,但在追赶

的过程中也奠定了自身在商业化阶段的地位,而产

业化所需要的完备基础设施、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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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工业产出能力才是中国在发展产业竞争力上的

独特优势,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具有在未来主

导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自然趋势。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开始产生了变化,中国

与西方阵营开始了以大国竞争为背景的关系突变,
这使得中国很难利用全球化吸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的优秀成果,无法安全度过人工智能商业化到产业

化的过渡时期,打乱了中国在产业化时期主导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的既定战略与既定节奏。 在这一背景

下,中国需要在理解国内市场需求对人工智能产业

化的加速实现作用,以及在承认全球化对中国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不可或缺的问题上,对国内国际有利

因素进行时间与空间上的重新布局,达到所有要素

最合理的安排与利用。 这要求中国在双循环战略下

重构产业政策,保证中国在人工智能产业上的持续

稳步发展。
本文研究结论为提高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

争力提供以下几点政策启示:首先我们依然要坚定

拥抱全球化,为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提供良好的

外部环境,吸收全球内有利于发展中国人工智能产

业的因素,阶段性保证中国平稳有进的过渡人工智

能商业化到产业化时期;其次,理性看待西方资本主

义发展到高峰的产业竞争优势,扎扎实实提高中国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短板,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做大

做强资本市场、加快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制营商环境、
培育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产业化阶段的主

导权竞争做好准备;最后,在深刻理解国内需求对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上,加快完善内需体系,
允许一定程度超前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补

贴、税收减免和政府直接购买方式刺激需求,形成国

内国际要素双循环双促进的产业发展格局,静待产

业化时期的到来,利用中国自身产业优势竞争下一

次技术革命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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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affecting the use of research evidence in the Policy - making of Covid
- 19 Respon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research evidence in the Policy - making of Covid - 19 Response is affected by multi-
ple complex factors, with two driving paths of high research evidence use and three driving paths of non - high research evidence use.
The decision makers' emphasis on research evidence, sufficient research evidence and good political consensus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use of research evidence in the Policy - making of Covid - 19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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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with the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DONG Tian - yu, MENG Ling - x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usiness College,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five countries of China, the U. S. , the U. K. , India and Germany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structs an e-
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rough the 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PDM) . Then appl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quantitative and
summarize the AI industry’ 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countries. The paper also defin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go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cycle of " conceptual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 So we put forward three policy types af-
ter being clear of the types of advantages elements which play a key role in different part of stage of the AI development. Finally, under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y, we suggest that we need to set our policies with the " dual circulation"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mparative study;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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